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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7_A3_E4_BF_A1_E8_c122_480031.htm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生产关

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工农

矛盾等诸多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纠纷矛盾几乎成几何增长的

态势涌向政府，尤其是“两会”期间，上访的人群少则几人

，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向政府部门、“两会”场所，

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党和政

府与群众的关系，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在这种背景

下国务院于2005年1月制定颁布了新的《信访条例》，这个条

例的出台对于理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化解社会矛

盾，规范信访秩序，构造和谐社会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但是应该看到面对汹涌的信访大军，仅凭政府部门的努

力，力量有限，效果不一定理想。本文作者就如何化解信访

洪流，规范信访秩序，构造和谐社会提出如下思考。 一、社

会矛盾突出，上访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上访所反映的主要问

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访者反映土地征用与房屋拆

迁补偿偏低。二是政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损害了职工的

合法权益、或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三是随着能源的紧

张，采矿行业，尤以煤矿资源出现官煤勾结所引发的纠纷。

四是反映司法不公所引发的涉法上访。五是在工业化进程中

伤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问题。六是社会治安，历史

遗留的政策性安置，城镇建设及惩治腐败等方面的问题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上述问题，由于情况复杂，能够及时化



解的廖廖无几，以致旧的矛盾没解决，新的纠纷接踵而来，

形成滚雪球式的恶性循环。据作者对娄底市信访局调查得知

，该市的上访形势十分严峻，表现为：一是上访人数多，增

长幅度惊人。据统计，该市 2004年到北京上访为388人次，

比2003年的84人次，增加306人次，增长幅度为362%。到省政

府上访3358人次，比2003年2037人次增加1321人次，增幅

为64.78%。到市政府上访8607人次，比2003年6143人次增

加2464人次，增幅为40.1%。二是上访规模大并呈现出组织性

强。在这些上访者中，作者尤为注意到上访者呈现有组织、

有计划的趋势。如到北京的388人次中，有组织上访的13批

，132人次。到省政府上访的3358人次中，有56批是有组织而

去的，其人数超过2000人次。到市政府上访者，呈现有组织

的达261批，人数达7000多人次。三是上访者情绪激动，矛盾

容易激化。由于上访者人数多，规模大，其素质良莠不齐，

以致出现乱呼口号、漫骂政府工作人员，有的拉横幅标语，

散发传单，以静座示威方式围堵政府机关大门，拦截领导车

辆，有的甚至扬言要拦截火车。其个别上访者则穿状衣、下

跪、哭闹嚎叫。这些行为，严重的干扰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

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四是上访者的问题

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与解决，形成滚雪球效应。在这些上访者

中，有的已拖了几年，甚至有十几年的，由于长年的上访，

造成部分上访者抛家舍业，甚至妻离子散，生活陷入极度的

困境之中。这些上访者如此固执地无序的上访，不得不引起

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二、频繁的上访，严重地破坏了我

国的经济发展，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知道，这些上访大军在上访过程中不仅要花费大量的财



力物力，而且在上访过程中所受到艰辛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背景下，上访的人群无&#13767.顾及生产，一门心

思找地方讨说法，这种内耗所形成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也

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严重的破坏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

也严重的削弱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严重的危

及到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如何理顺这种关系，化解这股洪

流，党和政府应动员一切力量，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笔者认

为律师参与信访，化解纠纷矛盾，大有作为。 三、律师参与

化解信访洪流的可行性及优势 笔者认为，造成当今人民群众

频频上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损害了人民群

众的利益及司法不公正和政府官员不能依法行政。2004年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倡导要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要建立和谐

社会，首先应当建立一种信用机制，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尤

其是越级上访，有组织的集体上访，首先是对基层政府的不

信任，要解决这种信任危机，在上访者和政府机关之间，应

该建立一种高效的监督机制与评价机制，究竟谁对谁错，既

不能全部由政府讲了算，也不能由上访者讲了算，应该充分

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这种监督机构中

，设立一种审查评价制度，律师参与“坐堂会诊”，直接参

与接待上访人员。律师是不拿国家工资的法律专业人才，他

所形成的声音，是一个中立的法律人声音，在目前处理信访

纠纷过程中，法律人士的声音太弱，造成政府讲政府的法，

上访者讲上访者的理，各执一词。如果有一套审查评价机制

和法律人声音，上访者易于接受，也有利于建立一种双方相

互信任的沟通平台。其次律师参与解决信访优势还在于： 1

、对上访者所要解决的请求在解答上无论是解答实体问题还



是程序问题比较权威。如果上访者的理由是成立的，由人大

、政协督促加以解决，如果上访者的理由不成立，律师所陈

述的理由，将对上访者是一个警醒，应当看到，人民是讲理

的，尤其是中国的人民群众。 2、可以帮助上访者找到正确

解决矛盾的途径，据调查，在这些上访者中，有近50%的纠

纷，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方式来加

以解决的。但是，由于这些上访者法律知识的缺乏，加上社

会上一些掮客的纵容，企图只要给政府施加压力就能解决，

将问题人为的复杂化，律师的参与有助于指明方向，防止被

坏人所利用。 3、有助于分清责任，解决行政机关踢皮球现

象。随着政府职能分工的细化，对于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往往

交叉于政府多个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既能都管，也可以都

不管，由于上访者的问题处理难度大，大多能推的就推，律

师参与信访，能够根据国家立法的原意，提出建设性意见，

避免政府机关间责任不明的推诿与扯皮，最大限度的赢得处

理信访纠纷第一时间，将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

。 4、有助于进行针对性的法制宣传与教育，规范信访秩序

。在这些上访者中，毫无疑问有部份人员是纠缠不清的老上

访户，如果老是由政府官员来加以劝阻，效果不仅不理想，

反而可能矛盾愈来愈深，如果能让一个法律权威人士帮助加

以说服，进行有理有据的解释宣传，其针对性及效果将会事

半功倍。 四、律师介入信访的途径及方式 1、律师参与信访

工作应在行业协会的领导下成立一个高素质的律师智囊团，

选拨一些经验丰富、政治可靠的律师承担此工作。 2、在人

大、政协、督监察机关的领导下，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一些

重大复杂影响较大的信访案件随时进行分析论证，由接访的



值班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处理意见，由人大、政协监督落

实。 3、利用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自身的优势，以专家身

份听取意见、参与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协调处理等方式

积极引导信访人员正确行使权利，帮助党委政府息访息讼，

也帮助政府纠正错误。 4、建立财政保障体系。律师是无财

政保障的法律工作者，在参与信访工作中既要疏导上访群众

依法行使权利，又要协助政府解决问题，面迎一个报酬问题

，建议政府建立一种财政保障机制，以年薪制聘请那些权威

律师参与信访案件的咨询、协调、处理等工作，并根据工作

政绩，实行聘用制。 5、优化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参与信访工作过程中必然会触及某些机关和领导，建

议政府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使律师的合理意见得到充分的

采纳与实施。确实做到依法行政，优化律师执业环境，保障

律师的合法权益，使律师敢于出具法律意见书和提出处理意

见。 6、建立与完善律师工作的制度。参与信访工作的律师

要遵守职业道德与职业纪律，坚持从稳定社会的大局出发，

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尊重信访当事人的权益、遵守信访部

门的有关规定、严守工作纪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